
MEPO Forum / 人權
[訪談全文] 公視有話好說 專訪陳光誠

JIGME / June 26, 2013 09:36PM

[訪談全文] 公視有話好說 專訪陳光誠
公視有話好說 專訪陳光誠 [訪談全文]
全文出處：http://talk.news.pts.org.tw/2013/06/blog-post_26.html?spref=fb

公視有話好說 專訪陳光誠

（嵌用照片實際位置：公視有話好說BLOG）

訪談重點：

1.史上第一遭，陳光誠與胡佳在台灣的電視上「見了面」！突破中國國層層封鎖，胡佳透過視訊，與陳光誠對話，共
同探討中國與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

2.三位青年學子（一名大陸與兩名台灣），與中國兩位最知名維權人士，對話探討兩岸未來。

3.為禁止胡佳與台灣進行連線，中國國保以胡佳父母生命為要脅。

4.馬總統不見，陳光誠自己怎麼看？

5.台灣真的是中國民主化的典範跟關鍵嗎？

6.NYU事件後，陳光誠何去何從？會繼續留在美國？會回到中國嗎？
7.習近平是可期待的領導人嗎？陳光誠、胡佳、習近平的中國夢是什麼？可能實現嗎？

訪談全文如下：

主持人：

觀眾朋友您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我是主持人陳信聰。

今天是我們公視有話好說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今天我們當然花了很多很多力氣，總算終於邀請到時代雜誌所票選出
來一百位全球最重要的人士，他不但是中國非常知名的維權盲人律師，他更是現在全世界高度關注。

這位盲人律師，他是否真的有可能把中國、把台灣兩岸的整個民主未來發展，人權未來能否真正的落實？他是否能起
著非常重要的關鍵？或者是他恐怕只是跟其他的維權人士一樣只是曇花一現？今天有話好說邀請到盲人律師陳光誠，
我們一起來談一談，台灣跟中國大陸，兩岸未來的人權以及民主的發展

我們先歡迎光誠

陳光誠：

謝謝。台灣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很榮幸今天有機會坐在這兒，也讓我想起了去年，我在朝陽醫院的時候，跟主持人
連線的那個場景

主持人：

謝謝光誠。光誠，我跟你說明一下，我們今天還有很特別的安排，我們今天安排了三位年輕的學生，主要是因為我們
想談的是未來，到底在台灣、在中國大陸，整個人權民主的發展是否能朝著更好的一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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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介紹今天三位來跟陳光誠與談的學生朋友，首先我們歡迎的是台大法學院的碩士生，他同時也參與過台灣學生促
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的周慶昌。我們再歡迎的是，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的碩士生侯凱翔。

再接下來這一位，我們要特別介紹的是，他現在是在台灣的台大唸政治所一年級，可是他是大陸來台灣的留學生，他
之前是唸蘭州大學物理系，後來來到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當交換學生，現在在台灣唸書。其實等一下他的發言，會讓很
多台灣的觀眾眼睛為之一亮。大陸的留學生、大陸的年輕人現在的想法，甚至比台灣的年輕人，對民主這件事更加的
進步。

我先請教一下光誠，我們也許先談一談您自己，您是一位盲人，您並沒有受過所謂的專業的法律素養培訓，你當然也
沒有拿到律師執照。我想問的是說，你怎麼會在山東那個地方，對抗地方那麼強大的勢力？為那一些一般的老百姓，
因為他們違反了計畫生育這件事情，挺身而出 幫他們打官司？到底是為什麼？

陳光誠：

其實這個事情和大家受過科班教育、拿到法律資格的有一點不同，我雖然沒有正式的拿到這個法律的這個學位，可是
我是從社會大學來的。我們當時那種社會處境，侵犯人權的現象，多的程度讓你無法避免。

走入這樣一個行業，特別是這些案子的發生，往往不是說是等你有準備的時候，考慮說我要做什麼，而是突然，這樣
的侵權行為就來了，發生在你身邊、他們需要幫助；需要，他們來問，那麼我就要給他找答案。這個時候我要重新回
過頭來說，他遇到這樣的侵權現象，中國的法律是怎麼規定的。然後我想辦法去查法律，來給他答案。

主持人：

台灣的民眾可能不太清楚，中國的所謂的一胎化政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是說一個家庭
一對夫妻只能生一個小孩，那台灣當然是現在年輕夫婦都不太想生小孩。可是我想問的是，所謂的一胎化政策計畫生
育，落實到一般基層的民眾，民眾所遇到的情形又是什麼？

陳光誠：

事實上計畫生育政策呢，現在已經不是簡簡單單的，讓你只一個孩子的問題。它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一個產業鏈，
有50萬人、在官方公布當中有50萬人，是參與這樣一個行業。在實行暴力推行這個政策的時候，參與的黨政官員人
數，以及從社會僱來的這些人數，可能有超過200萬。

也就是說，這些人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非常不想讓這樣一個政策停止。事實上中國社會人口的老齡化
，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社會矛盾，都已經突顯出來。譬如說勞工現在已經在很多方面已經很緊缺了，這都是這個暴力
計生，或者說這個計畫生育政策所帶來的一種後果。

主持人：

我想請教的是說，如果說不小心懷了第二胎，就會被強制墮胎？甚至送上？

陳光誠：

首先說呢，在那兒它對中國所有的育齡婦女每隔一個階段，三個月就要強迫妳去做體檢。所謂的體檢，就是檢查妳有
沒有懷孕；如果發現妳懷孕，二話不說先把妳鎖起來、然後給妳墮胎。

有人就是根據這個年齡狀況，根據這個懷孕時間的長短採取不同的措施，這個是沒有任何的商量，也沒有任何的這個
可能性。只要被他發，
他就給妳墮胎；除了強制墮胎之外，甚至還有所謂的暴力的毆打，甚至要罰款，罰到你傾家蕩產。

這個情況它又跟後期的有一點不一樣了，就是說有些人到了時間不去進站，就是說不接受他的檢查，或者說懷孕以後
自己因為知道這種狀況，一旦被發現就會被強行拖走，那麼就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找不到這些當事人的情況下
，就會抓他的父母子女，父母、兄弟姊妹
、甚至阿姨、姨父這些親戚，很多都因此而被抓去關押幾天到幾十天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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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過程中，就是毆打、虐待，理由就是，你快點讓你的兒子或者女兒回來去墮胎，否則你每天就要挨打，而且
還要繳很昂貴的美其名曰學習費。

主持人：

但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所允許的嗎？

陳光誠：

當然不是憲法所允許的，即使在中央的政策當中，他也曾經有過說是七不准之類的，不允許採取這種手段。可現實當
中，黨委一方面寫在文件上是這樣寫，但做的時候卻是那樣做，因為中國有一個叫一票否決制，你官員在為政的時候
，其他的成績做得再好，只要這個計畫生育做不好，也沒有任何的意義，就是說你不能升官晉職。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這種書記，不管是省委、市委、縣委書記，他為了升官就不擇手段，去強行推行這種。

主持人：

不過我一個更大的疑問是，如果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根本不允許這一種強制墮胎、毆打、甚至是索取那
麼高的一個罰款的情形下，您出來挺身而出，又為什麼也會遭到這些地方的國保或是公安人士的毆打、逮捕，甚至威
脅到你家人的生命？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陳光誠會走上維權這一條路？在山東、甚至在中國全國所實施的計畫生育，對於人權、對於人道
這件事，到底是多麼大的一個諷刺？

----------------------------------------------------------------------------

主持人：

光誠，我想請教你一個，也許讓你比較傷心的事情。我們待會會談談說，600公里從山東東師古村，一路逃了600公
里到北京，我們實在是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很難想像，這過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當然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們訪問您的時候，您自己也笑了出來說，到底怎麼會這樣子。我想讓觀眾看兩張照片，這一
張照片是您的哥哥陳光福，他在您逃亡、順利逃亡之後，他的兒子
、也就是你的侄子陳克貴，遭到無情的毆打，打得是遍體鱗傷，非常非常嚴重。

他被打了沒關係，他甚至呢，還被控所謂的他去打公安，或者是畏罪潛逃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因此他的爸爸，也就是
您的哥哥陳光福先生，一直一直到現在都還在上訪。我們來看看這是左上角這一位先生，就是你的哥哥陳光福，他帶
著東師古村的所有的鄉親，為了爭取陳克貴這樣子一個所謂的合理的司法待遇，一直去到北京去上訪，當然結果您可
想而知。

我想問的是說，您的逃亡這件事情，當然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價。為什麼要逃出來？如果不逃出來的話、如果你現在
還留在中國，你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待遇？

陳光誠：

當然是為了自由！我遭到的待遇，我想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長達數年了，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剛才說到這些我想
起來，這個中共當權者的這些人，說過的一句話很有意義，大家可以去解讀一下。

他們到現在已經可以公然的說：我打你就是執行公務；你打我就是襲警。我打你
，公安、法院、檢察院都聽到了，但沒人管；你只要一還手，馬上就有人來抓你。已經到了這種程度。

在專制之下，憲法也好、法律也好，只是廢紙一張，他有選擇的去執行、有選擇的去用哪一條法律，不用哪一條法律
，事實上中國的法律當中儘管規定的非常清楚，可是法律是在政府之下控制的。就連政府都在黨委的脅持之下，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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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擺正他的位置為社會服務，何況是法律機關。

所以說，公、檢、法、司，都在政法委的控制之下，何談公正？

主持人：

光誠，我請教你，或許談一談你的逃亡這整件過程，我不曉得這樣子，是不是可以解讀是，要嘛就是中國故意放水，
讓你可以順利的、真的很不好意思，因為你眼睛看不到，你必須翻越過四五公尺的那個高牆，從山東東師古村一路6
00公里跑到北京。

很多人解讀，這是中國故意要讓你走的，因為他希望說你就走吧！你不要再留在中國繼續發揮你維權的影響力。

另外一種說法，當然是說美國在背後支助你。還有一種說法，也許就是，真的是老天爺的保佑，讓你可以順利的、然
後在所謂的鬆懈的這樣子一個國保人員的監視下順利的離開。

我還是想請教，您順利逃亡到北京、又順利到美國去，這段過程它所反映的是一個脆弱的極權政權，儘管他動用了整
村的人力、儘管他動用了所有的國保，還是無法對你順利監控，或者是說他採取了一個更加聰明的策略，就讓你去流
亡海外，不要再回到中國，你就不會有影響力，你怎麼樣看待你順利出來？

陳光誠：

簡單的回答一下吧！自助者天助之！

主持人：

你認為你到美國去的影響力，會比你在中國大太多？

陳光誠：

我想我現在的感受是，我現在可操作的空間，遠比當時在國內要大得多。究竟事實是怎麼樣，當然還需要時間來驗證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現在這個時代和過去已經非常的不一樣了，我們不應該再用那種過去的那種思維、方勵之
的時代，來理解現在這樣一個時代。

主持人：

這一部分，你能不能再多談一點？

陳光誠：

這個時代，我想現在是一個信、 網絡的時代。我記得我跟大家舉過這樣一個例子，我在這個
個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跟大家有交流的時候，有一次我出來以後，就發現我的手機上，有來自國內的好幾個訊息。

後來我就跟國內的朋友取得聯繫，這個朋友告訴我說，我們早就看到你在那邊的照片，我想這個時候美國國內的民眾
，可能還不知道我們在幹什麼，但是中國國內的朋友就已經知道了。後來我這個朋友他還調侃說，其實雖然遠隔數萬
里，可是我就在你身邊。

這個事實說明，跟以前的時代，有了質的區別。只要大家想做事、只要大家想辦法去做事，距離已經不是最大的問題
。

主持人：

是，我們來看一看在去年陳光誠逃亡的這一段過程。當然很多人覺得說，是不可思議，可是對中國的維權人士來講，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振奮的一個強心劑！

因為這整個過程，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協助，而且陳光誠帶著非常多的期待到了美國。我們來看看這一段過程，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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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在歷史上，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記錄

-------------------------------------------------------------------------------------------------

主持人：

我們現在透過視訊，給光誠您的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胡佳先生，我昨天跟胡佳通了電話，我希望接下來這一段視訊，
是可以順利的。胡佳在前天，原本也想跟您做視訊連線，可是我必須強調的是，國保呢，把他的爸媽押到樓上去，威
脅著胡佳不能跟台灣、不能跟陳光誠連線！

胡佳覺得很訝異，怎麼這一次動到他父母身上來了？當然在這樣子一個、所謂的用他父母的生命安全做要脅的結果，
當然是無法連線。我們現在透過視訊連線給中國，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維權人士胡佳先生

胡佳先生，我想請教，您在線上嗎？

胡佳：

我在，各位好

主持人：

你有什麼話要對光誠說？

陳光誠：

胡佳兄，您好

胡佳：

唉呀光誠兄好，這個...

陳光誠：

怎麼樣？兄弟！身體好多了吧？

胡佳：

每天吃藥，肝硬化的問題，也是長期給他們怒髮衝冠造成的。為了咱們今天這一場見面的話，昨天一整天都在外面遊
蕩，把手機全都關閉。然後這個，此刻我還是在一個不知名的朋友的家裡面做這個視訊連線，因為前天的時候，已經
知道他們會切斷各種網路，還有這個就是手機這些方面的。

今天哪怕是說，我們能夠在這裡見一下面、透過網路見一下面，都好像要排除萬難一樣，這個恰恰就代表了這個社會
的現實，同時也代表了，當局是多麼忌憚你的言論，多麼忌憚我們之間的這種、這種就是說言語上的交流。

陳光誠：

可是我們今天成功了！胡佳兄弟！他阻止我們廣播連線，我們今天卻電視連線了！

胡佳：

對，就是跟他們的博奕，其實這個也是滿有樂趣的。戰爭是最速成的軍校，就是說當我們
遇到他們一種這種、遇到他們一種阻撓的時候，我們自己的能力也會增長，這一種此消彼長的狀態的話，將來是會有
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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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是，不過也許打岔，兩位可能等一下，也許我們如果還有時間，我們可以再敘敘舊，因為你們真的很久沒見面。

可是光誠，也許就這兩天，你在台灣的一些訪問行程，或許可以看得出來，很多人很願意、很急著想用盡一切的努力
來跟您見個面，可是在台灣，也很多人對您是避之無恐不及。當然我們知道包括馬總統、包括立法院長、包括像是我
們也談到龍應台女士、包括陳菊、包括謝長廷，似乎在這一次你訪台18天，都沒有安排見面的行程。

我想問的是，在昨天你看到立法院那樣子，然後你也跟相關人士，待會你也到台南去跟台南市長賴清德見了個面，今
天你跟蘇貞昌先生見了面。我想問的是，你怎麼樣看待這一次你來台灣訪問、以及台灣的民主？你看到了什麼東西？

陳光誠：

我想我這次到台灣來，可以稱之為取經之旅，台灣的民主成功的經驗，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在大陸轉型、或者說大陸
發生變革的前夜，這一份經驗，將要讓大陸的社會變化，少走很多彎路。

由台灣的這種民主的成功，也充分的說明，民主事實上不僅僅是西方的東西，只是你首先
在西方實現了而已，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能實現。中國當權者說，民主政治不適合我們，純粹是一個謊言。

主持人：

昨天您講了一句話，我想今天所有的報紙都有引用。您說您昨天看了、昨天我們為所謂的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立法院男女的立法委員大打出手，你說了一個非常有名的話，不過也值得台灣民眾深思。就是
說，寧可在議場上推搡，也不要讓坦克開上廣場。

可是我想問的是，台灣這種民主真的對大陸會有那麼大的一個啟示、示範，甚至改變作用嗎
？

陳光誠：

當然任何一個進步、對整個人類的歷史，都是有推動作用的，何況是對中國大陸。現在事實上，這種歷史的民主潮流
，已經是不可阻擋，我們也發現整個歷史、整個人類歷史上，現在還仍然把專制二字寫在憲法裡的只有這麼兩個國家
了，所以這已經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我覺得民主潮流代替專制，已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現實

主持人：

你怎麼看待馬英九先生，沒有安排跟你見面這件事？

陳光誠：

我覺得這個事情怎麼說呢，我覺得不管是見面也好、其他形式也好，只要馬英九先生，能夠不斷的關心支持人權法治
、民主自由，那麼我們就應該支持他。其實見面是一種形式，如果見面，不具體做實事，那也只是一種形式；不見面
卻做一些具體的實事，比如他支持我們。

今天來台灣，來見證這個歷史，那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主持人：

胡佳，我想請教你，同意光誠的說法？胡佳，你同意光誠嗎？

胡佳：

對，我覺得怎麼說呢，就是說台灣對中國最大的意義，就是證明華人世界照樣可以實施民主，不要以什麼中國的特色
、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國民性這一些來做擋箭牌，來做這個統治者的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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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世界中，唯有台灣實現了真正的民主，是法治和自由這些方面。這些方面就是說，在這裡邊能夠實現了一切，
那麼在中國大陸來講，我們都可以去實現。哪裡就擺在這裡的明證
2300萬人的這個巨大成就，這個給我們莫大的鼓舞。我們相信這13億人的這個、就在這一塊土地上的話，也一樣能
夠實現，就是從威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變革的所有的努力。

台灣她過去曾經，就是經歷了那些白色恐怖度過來了，出現了像譬如說蔣經國這樣的現象，但我們更加看到的是，沒
有民進黨、沒有那麼多民眾的自發的這種努力、付出了犧牲，像鄭南榕先生那樣付出的犧牲、以及很多人付出了牢獄
的話，這個國家是不可能有變革的。

所以我們也知道，今天我們所付出的任何代價都是有意義的，都是在促進這個國家的、向民主化的轉變

主持人：

胡佳 我想請教一件事，當然這一次光誠能來台灣訪問，很多人是非常的高興，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也為您提出了
申請，希望您可以在可見的未來也趕快來台灣做一趟訪問。我不知道您對這件事的態度，以及現在的進度如何？胡佳

胡佳：

我非常想來台灣，夢寐以求、從90年代、1990年我還是高中學生，剛剛度過六四的那個階段，我做為亞運會的翻板
的、這樣的一個普通的在後面服務的那種志願者的時候，我看到了許多穿著紫色衣服的、來自就是海峽對岸的這些運
動員，我當時的眼睛就濕潤了。

我不知道哪裡來的那種親切感這樣子，我想有一天我要到那一座寶島上去，去見識那裡的人情、去見識那裡的文化這
樣。但是更重要的是，經過這麼多年的變化以來，我更加明白了
我也像光誠一樣，有這種取經的心願。那你像施明德先生、像許多以前在這種民主化的過程中付出過非常大的努力，
而且有那麼、有那樣的就是說思想的積澱，有那種就是說、那種寬容和大度，去推進這個社會的這種這種和平轉型的
那些人，對我來講的話那都是我在內地裡良師益友。

我非常願意去，可是現在來講，就在前天，就是我父母來到我的家裡面，就是說被迫和當局的、被當局這種迫使來進
行這種維穩的時候，我的媽媽就特別的跟我說，說你現在哪裡也不能去。

像上午的時候，國保就是說當威脅他們到我家來的時候已經跟他們說了，胡佳還想出境，這個「沒門」這樣子。所以
說我對能夠去台灣的這個旅程，從中國大陸來講我並不樂觀，但我現在一定要配合好台灣方面邀請方，把所有的手續
都辦完備

主持人：

我們也真的很期待您能過來。光誠

陳光誠：

我想胡佳兄弟我們應該這樣想，我們經常說事實勝於雄辯。台灣的這個事實，已經告訴大家所有了中國當權者，你也
不要再通過你的這個無恥步，來跟大家狡辯，或者是說試圖欺騙國內的民眾。這已經不可能了！

我希望他們能夠順天應民，立一個有門沒門，你告訴他，並不是你永遠能夠說了算的！

主持人：

是。我們現在來歡迎三位同學，來對不管是胡佳也好、光誠也好，提出來你們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一些疑問，我們先歡迎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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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慶昌：

陳律師您好、胡佳您好，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我們過去台灣在長期處於專制體制下，那時候美國的參議院它有通過
一個台灣政治犯的一個名單，而在近日我們台灣這邊、也就是經過立法院通過一個4033良心犯的一個中國良心犯的
名單。

那我想請問一下，您覺得對這件事對台灣民主，或者是對您中國未來的走勢，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或是意義？

主持人：

光誠，我們是不是一次讓他們問完，我們一次回答

陳光誠：

可以

主持人：

我們再請那個凱翔

侯凱翔：

陳先生您好，我們都知道世界人權宣言當中都有名言，人人在各國境內都有遷徙跟居住的自由，當然包含中華民國憲
法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八二憲法都有明文規定。然而政府常常在那個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都會去做一些公共建設，也
因此威脅到了一般人民的居住權利，也產生了釘子戶的問題，那請問就您依人權律師的觀點來看，如何在經濟發展跟
人權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來達成一個解決這樣的一個困境呢？

主持人：

謝謝。好。我們請陳軒

陳軒

陳先生好、主持人好。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是，兩岸民眾對台灣民主這樣一個觀感，它有一個區別，就根據我的觀察
，大陸一些追求自由的人士，他對台灣的民主都具有比較多的讚揚
、甚至是吹捧，但是根據我在台灣學習生活的經驗，我發現我周圍的很多同學、包括朋友，他們自身對台灣民主的評
價並不是很好，他們認為台灣目前的政治體制走到現在還仍然有存在著不少威權遺緒，甚至是不完美的地方。政府對
民眾的訴求，也不能有一個很好的、這個反饋。所以我想問這個兩岸民眾對於台灣民主這樣一個認知的落差，不知道
陳先生有什麼評價？

陳光誠：

我想第一個就是說，通過這個名單，說明台灣的這種民主制度已經顯現出成熟的標誌，這個台灣是一個非常新的一個
民主政體，那麼它可能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來逐步的完善和發展
。我想任何一個體制、任何一個制度，它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完美的，但是它目前民主制度是最完美的一種。

如果剛才說的貿易和這個人權之間的關係，我個人覺得，人權應該是一個核心的、最高理念，也就是說，在這個人權
原則上，是不能有任何妥協的。因為我有個朋友曾經說過，說如果不堅持原則的話，那麼其它的東西可能都是沒有保
障的。就像人說，如果這個、如果不是關心人權的話，就像老鼠你長得再胖，也是給貓抓的一樣。

還有一點就是，你剛才談到這個、這種落差的，當然是有的，事實上也有很大的落差。那麼你看多，前天胡佳兄弟要
連一個線，就面臨如此大的壓力，我想在台灣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不能說，因為台灣的這種不完美，我們就覺得我
們不需要向這個方向走，其實如果要找一個百分之一百完美的東西，可能永遠都不會有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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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誠，我想順著剛剛慶昌提的。他說台灣提出來說中國大陸那邊有4033個良心犯這件事，你在4月9號，在美國國會
所進行的一個聽證會，你也具體的跟所有的國會、美國的國會議員提出來，在中國大陸有44名侵犯人權的中共官員
的黑名單，其中包括權力最大的前中共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以及現任政治局常委張高麗等44個人。

我想問的是說，你在美國國會提出來這44個所謂的黑名單用意是什麼？而結果又會是如何？

陳光誠：

我想是非常清楚的有一點，我們有這樣一句話叫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那麼這些中共當權者，跟迫害人權的
官員，一方面在國內作威作福、欺負老百姓、搜括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又可以輕易的把子女、把家庭都擺到海外，然
後把資產轉入海外，然後自己可以到處逍遙，我想這是於理於情都說不通的。

那麼我們要用實際行動告訴他，如果你繼續作惡，你就要寸步難行，國際社會任何一個文明的地方不可能允許你這樣
一個人權的惡棍，還在到處去作威作福，你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你未來的空間會越來越小。你等到中國大陸發生變化
，你準備逃之夭夭的後路，我們已經給你堵死了。

主持人：

你在美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你認為美國會為了人權，去向中國爭取、甚至跟中國翻臉嗎？

陳光誠：

我覺得這個事情，也未必非得達到一種翻臉的程度。中共當權者目前已經完全淪為一種實用主義，當他拒絕社會向政
治的方向走前進、向政治的方向前進的時候，面臨的壓力會比讓這個社會順天應民去走壓力更大的時候，我相信他明
白選擇什麼。

另外，現在美國國會回應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國會兩黨的這個委員會主席、就是領袖，包括布朗和裴洛西女士都已經
清晰的在5月10號寫信，通知美國行政當局必須確實執行這樣一個法律。

主持人：

我再請教NYU、美國紐約大學這件事情。在你來台灣的前2天，NYU宣布中止了對您的協助
包括資金上、以及相關的生活上的一些協助，很多人在說這恐怕是因為NYU紐約大學要在上海設分院，因此不願意
再得罪中共。

可是當然NYU、以及孔傑榮教授都說根本不是這樣的情形，我想問的是您怎麼樣看待？當然您自己有一些、之前有
一些說法，在今天您如何看待NYU後來中止了跟您的這樣子的關係？以及未來，你在美國將會遭遇到什麼樣的一個
環境？

陳光誠：

我想這個事情我在聲明裡，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我只想強調一句話，我在聲明裡所說的
全都是事實。

關於這個事情，大家應該上升到更高的一個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其實核心就是獨裁專制
與自由世界的關係。獨裁專制的存在，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大家應該都能看到，但是我們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未
來無論何時何地，我都會堅持我的理念去推動人權、法治、社會公正。我想這個在自由世界，沒有一個人能夠一手遮
天

主持人：

你談到獨裁勢力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也包括台灣嗎？

陳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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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處都有

主持人：

你看到了什麼？在這一次台灣？或是你會擔心嗎？

陳光誠：

我不擔心，因為中國還有一句話叫物極必反。他現在對於國際社會的統戰已，經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這個注意，
我想未來可能就是要反的一個過程

主持人：

我再請教一個很重要是，你自己的規劃，以及對未來整個推動民主人權改革的這一個策略上，結束台灣的18天旅程
之後，你應該是回美國去，可是因為你跟NYU的關係已經相當程度告了終結。

你會繼續留在美國嗎？或者是你會思考更大的一個事情？你會回到中國去？

陳光誠：

我想現在我能夠告訴大家的就是說，我離開台灣的機票已經訂了

主持人：

之後您願不願意跟我們談談，你是否想過回中國？

陳光誠：

將來我回到中國，我想是必然的。中國控制在極少數人裡，誰可以、誰隨便，就可以決定說誰可以出國、誰不可以出
國，我想這個歷史不會太久

主持人：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光誠會選擇留在美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或許來看看現在留在中國的維權人士的處境，就可
以了解現在在中國推動政治改革、推動人權，或者是推動人的這一種基本價值跟尊嚴，將會遭遇到多大的威脅跟困境

-----------------------------------------------------------------------------------------------------

主持人：

光誠，我想請教你，您如何看待您剛剛一直談到說，那一段日子不會太久了。可是我們看到幾個情形，在昨天我們也
透過您來台灣訪問，也談了中國的一些維權現況。

我舉幾個例子，昨天我們播了一部記錄片，叫作小鬼頭上的女人，這一部記錄片的導演叫杜斌，也是您非常要好的朋
友，他在5月的時候被逮捕了。然後胡佳的爸媽，胡佳當然是長期被軟禁，前天他爸媽竟然是被拿來要脅胡佳，不得
跟台灣連線；包括之前我們也談了像是您的哥哥陳光福、陳克貴的一些情形，還有像是高智晟律師等等非常多維權人
士。

我可能再談一個例子，可能台灣民眾比較少知道的是，之前也參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一位先生叫張林先生，他是安徽
省的人，他有一個10歲的小女兒叫做張安妮。張安妮在上學的中間呢，被當地的公安人員逮捕。我必須強調她只有1
0歲，10歲能做什麼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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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逮捕之後呢，被拘留在派出所超過10個小時以上，後來當地的人員就禁止安妮去上學。有非常多的網友出來說
聲援了一個活動，叫做「安妮要上學」的這個運動，到目前為止似乎安妮還是沒有辦法順利上學。

我想說的是，當中共這個政權不管是透過毆打、囚禁這些維權人士，還是無法要求你們做到他們的要求的時候，他會
轉變，包括對待你的哥哥、對待你的侄子、包括對待胡佳的爸爸媽媽、包括對待張林的小女兒。

我想問的是，您還是這麼樂觀，這一段時間很快就會過去嗎？

陳光誠：

我想這一切恰恰說明，中共當權者他們內心的恐慌。正是因為社會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他太在乎了！他已經坐不住了
！睡不著覺了！才做出這種非正常狀態的這樣的反應。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恰恰是我們做的工作做到點子上了、
打到他的痛處了，他才這樣反應。

主持人：

看來你是非常非常的樂觀，不過昨天你的好朋友貝嶺似乎他也強調說，恐怕在貝嶺有生之年、我昨天說至少40、50
年，他的有生之年內他看不到，您看到的這個希望跟曙光

不過我也請教胡佳，你看到了這個曙光嗎？

胡佳：

是的，我記得在06年，我曾經被強制失蹤41天，然後帶著一身的病出來，就那時候肝硬化。然後我遇到我的一位佛
教的那種法師，然後我就說，當局確實是太強大了！在這41天中我見識了他們很大的這種陣仗。

那位法師就跟我說：你的對手有多強大，意謂著你就有多強大！

所以我當時一下子就釋然了，就是那種茅塞頓開，那麼現在我們所能感覺到的、無論是十八大也罷、無論是今年的兩
會也罷，還有就是今年習近平登台以後的這個在到處瘋狂的抓人、這樣的提出七不准，然後與其那種連我跟光誠去連
個線他們都要出動大量的警力、出動那種國家安全機關、用的那種信號干擾車來做這樣的，他們這麼興師動眾的，就
是那天我把我父母送走的時候，我帶著那種悲傷回來，坐在沙發上時，我噗嗤就樂了

我說這種荒唐的事情，居然是他們能夠做得出來的，可以想見他們自己的內心，就那種思維，他已經被那種恐懼完全
的控制了，就是說當他給你極大的壓力，去向你進行這種報復的時候，那麼恰恰說明我們的力量在增長、我們的力量
在讓他就是說難以去承受，所以他想用這種恐怖和暴力來進行這種斷然的這種回饋，想一切壓制下去。

主持人：

不過但是我，我要同時請教胡佳跟光誠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另外一個事實，中國在經濟實力上的快速成長，會使得他
不管是在維穩、不管是在他做高壓統治，他會有更多更多的子彈跟資源。

我還是想問一個很務實的情形是，在5年10年20年30年，乃至於50年之內，你們的中國夢能實現嗎？

陳光誠：

我覺得呢，現在我們看這樣一個，就拿現場來說吧！胡佳兄弟現在手裡應該是有一個iPad的，那麼相對於那個干擾車
來講，我想你從價值上去比的話，那大家可以算一下，動用國保的那個數量、加上干擾車一系列的設備，能值多少錢
？一個iPad能值多少錢？

可是我們現在誰贏了，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這個未必是成正比。那麼在中國還有一句話，叫作四兩撥千斤，那麼現
在我們就是要用開動我們的腦筋，要用我們的智慧來去鬥爭，而不是單純的鬥勇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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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請教胡佳同樣的問題之前，我也許向二位報告一件事情是，昨天中共的中央政治局
舉辦了一個專門會議，昨天結束了，習近平現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向所有的政治局委員
提出了五項要求，包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包括觀大勢、包括全面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包括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委員
要做所有公僕跟人民的模範，也包括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保持跟人民、跟群眾的血肉聯繫。

我不知道兩位對習近平是否有所期待？而這樣的期待是否有所依據？

但是習近平在上任之後，他也具體的談出來他的所謂的中國夢，也就是要實現中國的這樣子一個法治的一個制度。可
是這段時間以來我們看到的是，不管是習近平，或是中國所呈現出來的，跟他所宣稱的似乎是背道而馳。我們來看看
，包括習近平的中國夢、陳光誠的中國夢
、胡佳的中國夢，最後是否真的能實現？

----------------------------------------------------------------------------------------------------

主持人：

光誠，我引用你剛剛的話說，不管當權是否願意，中國必然要發生一場變革，要怎麼推動這場變革呢？你認為最重要
的是要把注意力從政府領導人轉移到中國社會的普通民眾身上，換句話說，你壓根不期待習近平，你期待的是中國公
民社會？

陳光誠：

公民已經覺醒了！正在加強恐懼，光說不練空把事，不要再聽這些好聽的話！說什麼並不重要，我們要看他做什麼，
中國的公民社會真的強大到，可以改變中國的政治現實嗎？

我想中國的政治現實正在一點一滴的被改變，而且改變的速度呈加速狀，我們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這要倒退幾年、
他要給你訂什麼罪、要把你抓起來，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你別人真的沒有辦法，可是最近有很多這樣成功的例子，像
王權章律師、像這個星和艦隊，像最近發生的一些的事件，都是在大家共同的關注下情況發生的

主持人：

我請教胡佳，你是否也認同說，其實中國未來如果要改革，那個改革的關鍵恐怕已經不在中國的領導人，而是在中國
最基層的公民身上？

胡佳：

當然是的，就是說在現有的體制之下的話，他其實某一個中共的這種高官，他無論是不是太子黨、無論是不是紅二代
、官二代都已經不重要了，但他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會固守這個政黨的權力。

現在習近平登台，那麼我記得經濟學人雜誌有一個封面，就是在幾個月前的封面做得很好，就是習近平穿著一身龍袍
這樣，這個的的確確就是他們的中國夢。他所有裡邊跟人民有關的兩個字，在中國實際的涵義都是中國共產黨這樣的
，中央人民政府沒有人民的這種權力。

所以說在這個現實下的話，我們完全可以放棄掉對他們的任何哪怕貶低了這種希望，我們只把我們的注意力放在如何
讓這個公民社會蓬勃向上、讓這個公民社會越來越強大、技能上越來越精湛，就逼迫著他進行這種、進行這種變革，
讓他到了他非改不可的時刻。

中國共產黨它是個壓力導向型的一個統治集團，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它的所有的目的都是統治、就是壟斷這個國家從
政治到經濟的，就是說絕大部分的利益。那麼現在來講，隨著公民意識的那種覺醒、提高，開始關注到了尤其是那種
普世價值的、那種引進，因為那些東西
都是直指人性的，許多人看了那個只要翻幾頁，以前中國人權翻幾頁這個世界人權宣言，他這所有以前的無論是什麼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的思想、科學發展觀、加上習近平現在中國夢那些東西，對於那些大夢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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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了。什麼是我們的利益、什麼是我們的權利

主持人：

我不曉得我沒有理解錯誤是，我聽起來是包括光誠跟胡佳，你們似乎對習近平不抱任何的期待，但是你們期待的是公
民社會

陳光誠：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不是說不對習近平抱任何的期待，不應該對任何一個皇帝抱有期待。那麼我想現在清楚的一點就
是別作夢了！清醒離去，向當權者要回原本屬於我們，而被他們搶走的權利

主持人：

非常謝謝光誠，這麼鏗鏘有力的這樣子一個說法。不過我們也歡迎觀眾以及現場的來賓，也許我們可以有更多面向的
一個討論。我先請陳軒，你會對中國未來，或者是剛剛光誠跟胡佳所說的，你認為他們有道理嗎？

陳軒：

那個陳先生好、主持人好。我覺得就是說，陳先生他這個大體的思路我是非常贊成的，然後我自己有一個針對一個具
體政策有一個小問題，就是我們知道從82年代初開始，中國的這個計畫生育正式開始嚴格執行以來到了現在為止，
已經經過了一代人多、將近兩代人的時間，它對這個中國的人口結構，和這個社會面貌都造成了非常大的衝擊

我們也知道陳先生他之前一直是從事計畫生育方面的這個維權工作，所以我想請教陳先生就是說，您對中國政府未來
的人口政策有一個怎樣的展望？它將來會對這個人口政策進行怎樣的調整？還是說它會繼續執行現在的目前這樣一種
比較嚴苛的人口政策？

侯凱翔：

陳先生好，主持人好。就是您跟胡佳先生剛剛都有提到，中國大陸政府需要借鏡台灣的民主，然而我們都知道，台灣
的威權和平轉型是相當成功的案例，同時具備了當權者願意改革
和成熟公民社會的條件，而現今大陸地區的政治改革，也在緩慢的進行，譬如說地方的民主試點反貪腐、黨內民主等
等，請問您認為這樣的改革是否具有成效？算不算是一種中國共產黨黨內改革的一個契機呢？

周慶昌：

陳律師好，主持人好。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其實我們在台灣或者是其他外國在近年來，尤其對於中國國內的一些維
權人士或者是一些人權鬥士，他會有所謂一些救援或是一些幫助，甚至有一些聲援的一些行為。那我想請問一下，我
們這樣的行為，有沒有哪一些行為，可能會對你們造成一些困擾？或是會造成危險？

然後有一些可能又是你們比較急需的部分？譬如說像一人一信可能救劉霞、寫信給劉霞，或像是我們這樣子現場的視
訊跟胡佳，有沒有哪些事情對你們來說，其實是滿具危險性的？可以對我們有些建議，甚至我們未來的工作會有一些
更好的進步？

陳光誠：

最大的危險性，就是大家不去做了。只要做任何一種聲援都是有利的、沒有有害的，即使是短時間內有有害的效果，
那麼長時間來它也是有利的，這一個沒有懷疑。

這一個我覺得像剛才說的這個計畫生育政策，我覺得未來是非發生變化不可的，因為這個社會已經在發生變化，確實
因為這個政策所導致的對人類、對生命、對人命關天，或者整個觀念的顛覆，已經大家是有目共睹了

主持人：

然後凱翔也問到說，共產黨內部其實也在做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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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誠：

其實我非常簡單的說這樣一個例子，每一個新的領導人上台的時候，都會說一大堆好聽的東西，但是都沒有實際的行
動。不要再指望腐敗份子！去反腐敗啦！

主持人：

我想請教 延續剛剛慶昌說的，台灣能做什麼？或是台灣不該做什麼？

陳光誠：

我們現在正做的，就非常起作用，能做的還有很多，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可能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案子，要採取
不同的方法。所以我覺得，就像剛才這個同學提到的，當初有些人被虐待、被判刑、被關押的時候，大家對於這家人
的幫助，就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讓當權者這種迫害他的效果降到最低，也讓這個受害者沒有後顧之憂

主持人：

我也請教胡佳，你怎麼樣看待台灣能做些什麼東西？

胡佳：

我發現就是說，香港這個地方，因為他的自由行的政策比較開放，所以很多中國大陸的這些公民到香港去，他們體驗
維園、他們去購買禁書這些方面；當然反之而言的話，我們看到去台灣的的確確手續是非常繁雜的，比去香港要困難
得多。

這個地方，所以呢我覺得可以分布的、就是說能加快的簡化一些這樣的手續，因為我知道去過台灣的朋友回來的時候
，也有同樣的感觸的，他們看到、尤其是那些觀摩到，譬如說那種選舉的過程，一些那個議員，或者說這個民意代表
，到下面去拜票、去向老百姓問好，甚至有人可以碰到像馬英九，就是說台灣的首腦，或者是黨的首腦到下面去這些
東西的話，對大家的觸動都是非常強的。

那麼我們每年去譬如說六四的維園、七一的香港遊行這些事情的話，越來越多中國大陸的人去參與、到香港去購買大
量的禁書和雜誌這些，那麼台灣的話，其實更多更多的我覺得那種
，因為台灣實現了這個、已經實現民主，比香港還多一份民主在這裡，那麼這些東西的話，如果有中國大陸的人能多
到那裡去體驗、能多帶回來這些思想的話，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主持人：

胡佳剛剛光誠比較客氣，他說他剛來台灣，所以不太能夠回答，我剛剛問他說，現在的獨裁
，是否威脅到台灣的民主？這個問題你怎麼看待？台灣是否真的依然是你們想像中的民主的燈塔？乃至於中國的救贖
？還是這樣嗎？

胡佳：

怎麼說呢，就是說剛才那位同學、就是大陸來的同學，他也說就是說在台灣，你可以看到
民主的很多很多問題。其實在數十年前，英國的首相邱吉爾先生就曾經說，把這個問題已經點得很透了，民主只不過
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我們現在就想選擇的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

有一些去過台灣的那些中國政客回來以後說，說什麼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什麼上海不知道自己錢少，不到
台灣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還在搞。就是說他好像看到台灣的很多社會亂象，這樣的但實際上不是那樣的，台灣是一種有
序的社會，絕不會因為某一個人去批評政府的某任何層級的官員，就會受到警察的追緝。

度過威權的人，對威權的警惕和那個就是說那種排斥，那是比沒有經過威權的人是更勝的，所以在這一方面的話，我
覺得現在來講的話，就是說中國大陸因為香港和台灣的存在，香港在爭取普選的時候，令中國大陸非常的頭疼，那麼
對於台灣來講的話，每一次當國保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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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洗腦與反省，去對抗的時候，說中國....

陳光誠：

胡佳，我來補充一句，到了台灣才知道有了對比，原來大陸還在搞文化大革命，應該是這樣解讀

主持人：

光誠，我最後，因為我們只剩10秒鐘，接下來如果台灣民眾看到你，或是你還想看到台灣的什麼東西？

陳光誠：

還想看到更多更多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也謝謝大家、台灣民眾的關注支持

主持人：

非常謝謝光誠，今天接受我們訪問，非常謝謝胡佳，也非常謝謝三位同學，接下來我們還是會持續關心，中國跟台灣
未來的民主人權的發展

謝謝您的收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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